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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枟廉颇蔺相如列传枠看秦赵大战前的外交角力与士气攻防战
林 聪 舜

（台湾清华大学 中文系，台湾 新竹 ３００４３）

摘　 要：由于枟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枠对完璧归赵、渑池会做了耸人耳目的渲染，读者被吸引
到蔺相如视死如归、使命必达的智勇表现，兼以引车避廉颇的事迹，成为公忠体国的人格典范，历来
枟史记枠的读者常聚焦于蔺相如的人格表现，不复着意相如完璧、渑池会勇折秦威背后的重大贡献。
然而，如果不能进一步发掘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的成就，对当时的赵国处境有何重大助益，我们
对枟廉颇蔺相如列传枠的理解就会出现重大缺口，也会疏忽对战国后期秦赵角力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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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蔺相如完璧归赵与渑池会的“大
功”在哪里

廉颇、蔺相如的“将相和”，一直是脍炙人口的
佳话，而蔺相如引车避廉颇，“只知有国，不知有己，
深得古人公尔国尔之意”的风范［１］７１２ ，历来更是众口
交誉。 然而，蔺相如“完璧归赵”后，赵王拜为上大
夫；渑池会后，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此一不次拔
擢，当时廉颇已觉得功赏不符。 他心怀不平，激动
地说：

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大功。 而蔺相如徒以
口舌为劳，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
之下。 ——— 我见相如，必辱之。［２］２４４３

廉颇把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的贡献视为
“徒以口舌为劳”，他看不出蔺相如有何“大功”可
言。 其实不只当时与蔺相如有竞争关系的廉颇不承
认蔺相如的“大功”，即使在历史已塑造蔺相如“先
国家之急”的伟大形象后，仍有人质疑蔺相如的贡
献，特别是对“完璧归赵”前后政治判断的质疑，如
王世贞枟蔺相如论枠云：

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 夫
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
情也，非欲以窥赵也。 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
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

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３］２０４５ － ２０４６

这是批评赵国不了解敌情，做了“既畏而复挑
其怒”的错误判断。 王世贞又层层深入，批评蔺相
如使秦的折冲过程，犯了很多错误，最后下一断语：
“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
由于枟史记· 廉颇蔺相如列传枠对完璧归赵、渑

池会做了耸人耳目的渲染，读者被吸引到相如视死
如归、使命必达的智勇表现；兼以引车避廉颇的事
迹，成为公忠体国的人格典范，历来枟史记枠的读者
常聚焦于蔺相如的人格表现，不复着意相如完璧、渑
池会勇折秦威背后的重大贡献。 然而，如果不能进
一步发掘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的成就，对当时的
赵国处境有何重大助益，我们对枟廉颇蔺相如列传枠
的理解就会出现重大缺口，也会疏忽对战国后期秦
赵角力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理解。
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的“大功”，不只在事

件本身，他是在秦赵大战前的外交角力与士气攻防
战中，捍卫了赵国的尊严，提升了赵国的国际形象，
激励了民心士气，为赵国提振了与强秦决战的实力。
赵惠文王若非有此认知，骤然拔擢蔺相如为上卿，位
在倚为股肱的大将军廉颇之右，就难以理解了。 渑
池会后九年，即爆发阏与大战；再十一年，长平之战。
赵国的累世经营，蓄积了可与强秦决战的实力，可惜
终究毁于昏瞆的孝成王与纸上谈兵的赵括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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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秦“以城易璧”背后的企图——— 骗璧、羞辱、
打击赵国民心士气与国际宣传

秦昭王遗赵王书，提出以十五城易赵和氏璧的
条件，表面上是公平的，甚至是有利于赵国的。 当
然，任何人都知道秦国不会兑现“以城易璧”的条
件，“赵王与大将军廉颇诸大臣谋：欲与秦，秦城恐
不可得，徒见欺”。 然而，赵国若拒绝，就不只是“欲
勿予，即患秦兵之来”。 若连秦国开出优渥条件也
不敢正面回应，就是示弱。 锺惺看出秦国别有所
图，曰：

秦数世以广土强国为务，岂有用十五城易一璧
者！ 开口已自不情，分明是一豪夺之局；亦欺赵之无
人，观赵所以处此者何如耳。［４］１５

秦之所图为何？ 就在于透过骗璧、羞辱的操作，
以吃定赵国的姿态，突显赵国在强秦压力下只能忍
气吞声。 藉此打击赵国民心士气，并向东方六国宣
示，赵国不是合作抗秦的合适伙伴，造成赵与东方各
国合纵抗秦的困难。

秦之所图可由蔺相如奉璧西入秦以后，秦的处
理方式看出来。 秦王不在朝廷，而在离宫章台召见
相如，得璧传示美人及左右，是蔑视、戏弄赵国来使
的动作。 所以相如谓秦王曰：“今臣至，大王见臣列
观，礼节甚倨；得璧，传之美人，以戏弄臣。”相如看
出秦王的企图，以碎璧于柱要挟，要求秦王纳璧时，
“亦宜斋戒五日，设九宾于廷”。 这是逼迫秦王以礼
仪相待，给予赵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另外，把场面弄
得很盛大正式，又便于在大庭广众中宣扬自己的论
述。 相如使其从者衣褐，怀璧归赵后，在秦王廷见时
讲的一段话，不只是他与秦王的对话，另有国际宣传
的目的。 “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
束者也。 臣诚恐见欺于王而负赵，故令人持璧归，闲
至赵矣”。 同前。 这已不只是与秦王的对话，它不
啻是在盛大的外交仪式场合，在大庭广众之中对国
际的公开喊话了。 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公开喊话
之后，秦国骗璧、羞辱的操作已告破局。 不论如何处
置蔺相如，都已无法达成原先设定的，打击赵国民心
士气与国际宣传的目标。 秦王最后选择以和平收
场，“今杀相如，终不能得璧也，而绝秦赵之欢，不如
因而厚遇之，使归赵，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
这并非秦王被蔺相如的言行举动所折服，只不过是
杀之无意义而已。

秦王不杀相如，除了杀之也无法达成原先设定
的，在威逼下让对手自动屈服，达到打击赵国民心士
气与国际宣传的目标；过度蛮横的反应，反而有碍国
际观瞻。 此外，赵国拥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秦王

还不想在此一理屈的时刻摊牌，也是重要因素。 虽
然秦的整体国力略胜于赵，但赵在武灵王胡服骑射
后，建立强大的骑兵，而且良将辈出，拥有可以与秦
抗衡的军事力量。 不久之后的阏与、长平之战，赵王
都不愿采用保守的战略，主动出击，可见赵国并不惧
怕秦国。 就此而言，王世贞枟蔺相如论枠对蔺相如的
批评，不但不了解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意义，也脱
离了当时秦赵抗衡的历史情境，他说：“是时秦意未
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巿，武安君十万众
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
秦矣！”［３］２０４５ － ２０４６

赵国当时的国力，绝非“武安君十
万众”可以欺压。
蔺相如成功的出使，以大无畏的姿态，瓦解秦国

骗璧、羞辱的操作，激励了赵国的民心士气，并向东
方各国展示了赵国不屈服于秦的决心，做了很好的
国际宣传。 当然，外交场合的成功，背后仍需国力支
持，尤其是军事力量支持。 赵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为
蔺相如提供可以在外交舞台操作的空间，这是不能
忽视的条件。 这也是将外交的成功，全部归功于蔺
相如，让廉颇心怀不平之处。

三、秦“渑池会”背后的企图——— 扣留或羞辱赵
王，打击赵国民心士气与六国合纵抗秦气势

秦方丢出“渑池会”的建议，其动机仍是对赵军
事行动外的神经战，企图让赵国进退两难。 赵王若
与会，则可扣留之，一如扣留魏公子卬或楚怀王；亦
可羞辱之，使赵王威严扫地，打击打击赵国民心士
气。 因此赵王的反应是：“畏秦，欲毋行。”然赵若不
敢与会，就是示弱，并且公然怀疑秦“为好会”的动
机，会与秦提前决裂，这也不是赵国所乐见。 所以蔺
相如、廉颇计曰：“王不行，赵弱且怯也。”有些学者
对蔺、廉让赵王犯险赴会，深不以为然，清代武亿的
论点颇具代表性，他说： “殆哉，此以其君为试
也。 ——— 安有其身已入于危，而复区区争此口舌之
间，冀得相抗而自张，此大惑已。”［５］１

这是峻拒“为好
会”以策万全的想法，这种想法忽视正面回击秦国
士气打击战的迫切需要，也忽视赵国对秦虚与委蛇，
避免立刻摊牌的用心。 这是东方六国的共同想法，
除非被迫应战，谁也不想先与秦国摊牌。
赵王最后选择接受挑战，前往渑池与盟，相如

从。 廉颇知此行凶险，事先做了安排，他送赵王至边
境，与王诀别，提出建言：
王行，度道里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 三

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
廉颇的建言堵绝了秦扣留赵王以相要挟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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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使参与盟会的赵王一行减轻后顾之忧，能在
“渑池会”中以坚定的立场与秦周旋。 这是高瞻远
瞩的布局，但可能触赵王霉头，引发赵王猜忌，非公
忠体国者不能为。 历来称许廉颇此一建言者颇不乏
人，如李晚芳曰：

人只知廉颇善用兵，能战胜攻取耳，亦未足以尽
廉颇。 观其与赵王诀，如期不还，请立太子以绝秦望
之语，深得古人社稷为重之旨，非大胆识，不敢出此
言；非大忠大勇，不敢任此事。［１］７１２

钟惺曰：
观渑池之会相如从而颇守，颇送王至境上，与王

诀，“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数
语，已壮相如之胆矣。［４］１６

姚祖恩更认为廉颇见识在蔺相如之上，曰：
乃相如二事皆争胜于口舌之间，而于相如传中

特将立太子以绝秦望一议属之廉颇，则廉将军之为
社稷臣，加于相如一等，明矣。［６］１３２

有了万全的准备，创造出赵国与强秦在盟会上
抗衡的条件。 当然，要周旋得当，不辱国体，仍有赖
蔺相如的机智、胆识。

秦王饮酒酣，曰： “寡人窃闻赵王好音，请奏
瑟。”赵王鼓瑟。 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
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
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缻秦王，以相娱乐。”秦王怒，不
许。 于是相如前进缻，因跪请秦王。 秦王不肯击缻。
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左
右欲刃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皆靡。 于是秦王不
怿，为一击缻。 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
秦王为赵王击缻。”秦之群臣曰：“请以赵十五城为
秦王寿。”蔺相如亦曰：“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
秦王竟酒，终不能加胜于赵。 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
不敢动。

渑池之会过程，秦也是意在羞辱赵王，“某年月
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的羞辱，若无法
及时扳回面子，赵王将威严扫地，赵国抗秦的信心将
遭重挫；并突显赵国在强秦压力下只能摇尾乞怜，造
成赵与东方国家合纵抗秦的困难，张扬强秦胁迫六
国的气势。 赵国对秦斗争的成败，会影响东方各国
与赵结盟抗秦的信心，例如赵在阏与大胜之后，“天
下之士合从相聚于赵，而欲攻秦” ［７］２０２ 。 因此，蔺相
如以“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相威胁，强迫秦王击缻，
顾召赵御史书曰：“秦王为赵王击缻。”已反让秦王
更显不堪，十足挽回赵王颜面。 至于之后“请以赵
十五城为秦王寿”、“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寿”的针
锋相对，则已是主戏后的余波，只显示秦方无能在盟

会上占到便宜，又不甘就此放弃的喋喋不休罢了。
蔺相如的机智、视死如归，协助赵王顺利完成渑

池会，保住了赵国的尊严。 然而，与“完璧归赵”一
样，渑池会的成功，背后仍需国力支持，赵国强大的
军事实力，以及廉颇预知此行凶险，事先做了周详的
安排，为蔺相如提供可以在外交舞台操作的空间，这
是不能忽视的条件。 “赵亦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
动”，正表明渑池会的成功，固然有赖盟会上的折
冲，也依赖国力与周详的准备作为坚强的后盾。

四、结语——— 廉颇的不平与蔺相如主导“将相
和”的背后思维

蔺相如完璧归赵、渑池会的贡献，不只是表面上
看得见的机智、视死如归，达成难能的任务；更深层
的理由是他在秦赵的外交角力与士气攻防战中，捍
卫了赵国的尊严，提升了赵国的国际形象，激励了民
心士气。 赵惠文王看到了蔺相如为赵国立下的大
功，所以完璧归赵后，“以为贤大夫使不辱于诸侯”，
由宦者令缪贤舍人一举拔擢为上大夫；渑池会既罢
归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惠文王拔擢蔺相如有其合理性，他看到蔺相如

在秦赵斗争中的核心贡献。 但另方面，自来曲突徙
薪难为功，以廉颇为首的将领，攻城野战累积的军事
实力，为蔺相如提供可以在外交舞台操作的空间，这
个重要功劳却被忽视了。 甚至廉颇在渑池会前高瞻
远瞩的布局，以万全的准备，创造出赵国与强秦在盟
会上抗衡的条件，此一重大功劳也同样被忽视了。
于是，蔺相如一个人独自收割完璧归赵与渑池会的
功劳，以及来自赵王的封赏。 从此一角度看，廉颇心
怀不平，想用侮辱蔺相如的方式平抚自己的愤怒，颇
令人同情。 因为廉颇虽不像惠文王能看到蔺相如的
大功，但惠文王也同样忽视廉颇的大功。
面对廉颇的挑衅，蔺相如采取回避退让的方式，

避免冲突不可收拾，“相如闻，不肯与会。 相如每朝
时，常称病，不欲与廉颇争列。 已而相如出，望见廉
颇，相如引车避匿”。 一直等到门下舍人觉得羞耻，
以去留抗议，蔺相如才借机宣扬以下的论述：
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相如

虽驽，独畏廉将军哉？
顾吾念之，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

两人在也。 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 吾所以为此
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
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风范，感动了廉颇，

乃肉袒负荆谢罪，遂为刎颈之交，成就“将相和”的
佳话。

·７·

林聪舜：从枟廉颇蔺相如列传枠看秦赵大战前的外交角力与士气攻防战



相如的风范，史公已极为赞叹，枟廉颇蔺相如列
传枠赞曰：“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
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历来更是佳评如
潮，兹不再赘。 然而，“将相和”的结局是蔺相如所
主导，后人偏重赞赏蔺相如先公后私的风范与道德
形象之外，喜剧收场的安排应在相如掌握之中，“将
相和”的结局，其实更能看出相如“智者”的人格特
色，原因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完璧归赵与渑池会的圆满收场，背后仍有
赖赵国的整体国力，特别是以廉颇为首的将领攻城
野战累积的军事实力，以及廉颇渑池会前周详的部
署，但最后却由蔺相如独自收割功劳。 蔺相如若与
廉颇激烈冲突，不论结局如何，双方矛盾的原因会公
开化，蔺相如的贡献会被重新评估。

（二）渑池会后，相如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
已位极人臣，无法逃避抗强秦的重任，依赖廉颇处更
大，于公于私，没有不和廉颇合作的本钱。 “强秦之
所以不敢加兵于赵者，徒以吾两人在也”。 这是事
实，但不能仅由蔺相如先公后私的风范理解，“柔廉
颇”纵使由自身利害考虑，也是蔺相如必须达成的
任务。

（三）蔺相如退让、回避的行为不可能长期为
之，因此相如是熟知廉颇个性，知他难以忍受委屈，
后来悼襄王使乐乘代廉颇，“廉颇怒，攻乐乘，乐乘
走”。 也是同一性格的表现。 但大忠大勇，以社稷
为重，有可“柔”之道。 因此导演了一场负荆请罪的
“将相和”的演出。

由此观之，相如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的风范，
固然值得称赞，但相如“智者”的鲜明人格特色更不
应忽视。 他是一位有远见、有政治眼光的“智者”。

另外，由于完璧归赵与渑池会二事，情节过于戏

剧性，历来有学者质疑可靠性，如钱钟书以小说家言
视之，谓：
此亦枟史记枠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

司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 写相如“持璧
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是何意态雄且杰！ 后世小
说刻画精能处无以过之。 ——— 赵王与秦王会于渑池
一节，历世流传，以为美谈，至谱入传奇。 使情节果
若所写，则樽俎折冲真同儿戏，抑岂人事原如逢场串
剧耶？［８］３１９

“增饰渲染”或许难免，但由本文的分析，完璧
归赵与渑池会二事放在战国末期秦赵斗争的脉络

中，有相当强的现实性；事件的发展也可以合理解
读，增加对战国后期秦赵角力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的
理解；且蔺相如两次会后皆以大功不次升迁，也是
“信而有征”。 因此，有关完璧归赵与渑池会二事的
记载，殊不宜视之为小说家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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